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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高等教育中的学生管理

何 薇 宋筱隽 王 琳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

[摘 要]

[关键词]

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化教育，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是整个高校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优秀的高等
教育学生管理工作对于高等教育的长期有效发展及平稳、合理的培养人才是极其重要的。本文从现实意义、现状问题及解决方法三个方
面论述了高等教育中的学生管理工作。

学生管理 高等教育

随 着 知 识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社 会 的 到 来 ，
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
教育过渡。[1]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概念是由美
国学者马丁·特罗高提出来的。他认为，高
等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：精英阶段、大众
阶段和普及阶段。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龄
青 年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毛 入 学 率 达 到 15%－
50%时 ， 该 国 的 高 等 教 育 便 进 入 大 众 化 阶
段。2006年，我国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学生
530万，研究生40万人，博士5.6万人。我国
适 龄 青 年 的 毛 入 学 率 已 经 达 到 了 21%，
2007年 全 国 普 通 高 校 计 划 招 生 数 为 567万
人，又比上一年增加了27万，我国的高等教
育已经迈进了大众化教育。[2]高等教育大众
化对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、推进国家现代化
进程和增强社会发展动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
作用。对应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，中国高
等教育所对应的人群也越来越广泛，高等教
育各个指标的优劣也在逐渐影响着整个社会
的发展。高等教育的优势发展取决于高等教
育的教学、管理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近些
年来随着对高等教育教学方面研究的深入，
研究者发现在注重研究高等教育教学方面发
展的同时注重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研究，特
别是注重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研究也显得
十分必要。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是整个高校
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优秀的高等教育学
生管理工作对于高等教育的长期有效发展及平
稳、合理的培养人才是极其重要的。

（一）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学生管理工作
是教学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。

对学生而言，大学校园生活相对于高中
学习环境来讲看似是轻松化、自由化的，这
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成年学生的信任度和
自控性。对于这样庞大的一个学生群体，管
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。一方面，基础的教学
进行中需要正常的组织形式，例如班级、专
业、院系等。另一方面，现代高等教育的课
程设置又决定了学生对科目选择的灵活性大
大 增 加 。 在 这 种 既 集 中 又 分 散 的 学 习 模 式
下，学生管理工作是保障教学正常运行的基
础。管理工作不到位，常规教学运转就会受

影 响 ， 从 而 使 高 等 教 育 的 办 学 成 果 受 到 牵
连。

（二）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学生管理工作
是有效培养人才的必要条件。

在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领域里，学生均
集体生活。没有了各自的家庭约束，高校的
学生管理便成了唯一限制力。学生管理工作
监督和管理学生按照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进
行学习和生活，开展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和
进行课外小组，组织发展优秀的学生党员，
使学生在汲取丰富专业知识的同时，培养了
个人的价值观念和素质发展，为成为现代社
会的优秀人才奠定了夯实的基础。

（三）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学生管理工作
是维持高校环境稳定的重要手段。

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全球经济
一体化的趋势，为培养建设人才，国内高等
教育在近二十年来迅猛发展，招生人数也与
日俱增。高校学生已经作为一个庞大的年轻
群体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高校
环境的稳定，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起着
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高
校环境稳定的基本保障，是发现问题最灵敏
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

当代高等教育在全球环境中得到良性、
快速的发展，办学规模成倍增长，教学改革
不断深化，人才培养模式灵活多样。[3]在快
速发展的新教育形式下，高等教育学生管理
工作也增加了很大难度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
题。

（一）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愈来愈多，
高校辅导员对应管理学生的数量也在逐年快
速增加。每名辅导员从之前的管理百十名学
生到现在的每名辅导员管理三百至四百名学
生 、 甚 至 更 多 。 学 生 管 理 工 作 本 身 事 务 性
强、繁琐、复杂，管理者的精力是有限的，
要更深入工作，圆满的解决所辖学生中出现
的各种问题，学生基数是基本条件。学生数
量的剧增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。

（二）随着“80后”“90后”学生开始
进入高等学校学习，独生子女所带来的问题

也涌现于大学校园。由于成长环境的相对孤
单，现代学生的集体观念普遍淡薄，集体荣
誉感不强。遇到问题往往从自身角度考虑较
多、我行我素，对他人和集体思考很少。这
给学生管理工作在进行中增加了阻碍。

（ 三 ） 随 着 学 生 的 成 长 环 境 越 来 越 优
越，学生的自立能力、自控能力和抗挫折能
力均有所下降。学生在进入高校以前的生活
重心基本是学习，对家务劳动和自身起居涉
及极少，往往进入大学后自理能力较差，甚
至有些学生每次回家都要把脏衣服拿回家交
给父母洗。有些学生的自控能力也很差，进
入大学之前，家庭中有父母的约束，进入大
学后，生活中一下子多了许多自由，往往不
能很好的把握自己，控制自己，沉迷于网络
中 不 能 自 拔 。 还 有 些 学 生 抗 挫 折 能 力 比 较
弱，遇到些简单的小问题，不能正确对待，
悲观自闭、自暴自弃，以至于自毁前程。

（一）充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队伍，提
高管理人员整体素质。

1．学生直接管理人员的年龄不宜太大。
与学生差距太大不能很好的了解学生的内心
想法，容易产生代沟。应在优秀的毕业生中
考核合格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充实到高等教育
学生管理工作的队伍中，选择熟悉管理工作
有学生干部经历的中共党员担当辅导员的工
作，尽可能快的适应工作环境，制定工作方
法。

2．定期组织辅导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
和再教育。作为学生直接管理工作者，辅导
员应该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、心理
学知识、就业知识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等。除
了在选拔辅导员时考虑到上述知识结构外，
还应该对辅导员定期的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
和再教育，鼓励和支持辅导员进修及学习，
扩充自己的相关理论和知识面，使其更好的
运用理论指导实践，做好学生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引导学生健康和谐的处理集体与
个人的关系，树立集体主义观念，建立和谐
的校园环境。

一、高等教育中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

二、高等教育中学生管理工作的现状及
存在问题

三、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
新方法、新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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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内容，便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。
（二）中游：政府应当推进数字版权管

理技术（DRM技术）在数字技术提供商中的
应用

数字技术提供商在数字动漫产业链中扮
演着资源数据库解码的重要角色，这使数字
技术提供商可能成为最大的版权运营商，当
前我国的汉王科技、方正科技、盛大等数字
技术提供商不仅作为阅读器，而且正在向版
权运营商转变。借助先进的电子阅读器，数
字 技 术 提 供 商 不 仅 可 以 提 供 海 量 的 图 书 资
源 ， 而 且 可 以 让 读 者 摆 脱 地 域 和 时 间 的 限
制，实现网上网下付费阅读的轻松切换，这
又使数字技术提供商要担当起数字内容侵权
行为把关人的角色，必须要处理两大难题：
海量信息与作者的授权问题，用户网上盗版
线下传播的难题。

最新数据显示，电子书市场2009年营收
增长265%，是发展速度最快的电子产品之
一。作为数字动漫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，政
府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数字技术提供
商的源头上保护数字版权的安全性，以高科
技反高科技盗版，从技术上防止数字内容在
中游产业链中的非法复制，使最终用户必须
得到授权后才能使用数字内容。在数字技术
提供商中推广DRM技术势在必行，DRM技术
主要特点是：首先能保证数字动漫不能被随
便拷贝、不能被非授权复制；同时能保证数
字动漫不能被篡改；更重要的是能保证数字
动漫出版物的交易可以计数， 有可信的计数
机制；此外，还能使数字动漫出版物的二次
传 播 可 控 。 DRM技 术 还 可 用 于 视 频 、 音 频
等。近年来，DRM技术不断升级，通过预先

将 重 要 的 认 证 信 息 不 规 则 的 嵌 入 图 像 、 视
频 、 音 频 及 文 本 等 数 字 多 媒 体 文 件 中 形 成
GOP结构，DRM技术可以不仅可以遏止对各
种数字作品的窜改和盗版，阻止非合法授权
的团体或个人对产品的复制和滥用，同时还
可以跟踪和保护多媒体产权，对版权进行认
证 和 证 明 ， 以 保 持 产 品 的 完 整 性 。 “ 时 间
戳 ” 、 移 动 Agent 技 术 、 SafeNet DRM
Mobile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反盗版技术技术对
于解决移动数据增值、内容提供商提供的大
量数字动漫下载类业务及MMS等信息类业务
传播的动漫音视频和Flash软件、动漫游戏等
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都力所能及。

（三）下游：以政府为主导，推进民间
网络反盗版联盟的建设及版权鉴定市场的繁
荣。

互联网和手机移动运营商是产业链中侵
权行为频发的主要渠道和高发地，尽管我国
《著作权法》、《商标法》、《专利法》和
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共同构成了动漫产业版
权保护的法律模式，但面对浩瀚的互联网和
移动网，法律监管鞭长莫及。这要求政府必
须在正规的反盗版程序外依靠民间的反盗版
联盟的力量。笔者认为，政府应当牵头建立
由动漫作者、动漫产品开发商、出版社、游
戏开发商、移动接收终端提供商、网络服务
商和移动网络运营商以行业公约和协定的方
式共同组建的反盗版联盟，联盟各方除自律
外，在与下游网络运营商的合作中要发挥监
管的功能和责任，举产业之合力严防链条出
口的侵权行为。

对数以万计终端用户的侵权盗版行为，
政府应当积极引进第三方监管技术平台，推

进 我 国 数 字 版 权 鉴 定 技 术 市 场 的 繁 荣 。 目
前 ， 国 际 上 许 多 大 型 公 司 如 Google、
Myspace、AudibleMagic、Vobile 、AC尼尔
森公司以及众多的互联网接入商正在积极的
研究数字版权鉴定技术。[6]通过该技术，网
络运营商可以识别用户上传或使用的数字动
漫视频内容是否盗版，如果是盗版，是否带
有广告片段，或是没有广告的纯盗版，并针
对性的过滤，并根据网站授权，阻止内容上
传到网上，最大限度的保障权利人的权益。
在我国，盗版鉴定技术由执法机关掌握，第
三 方 盗 版 鉴 定 技 术 市 场 的 繁 荣 还 需 假 以 时
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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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在学生中开展积极向上的集体活动，
尽可能多的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。在学院中
进行演讲比赛、文艺对抗赛、球类比赛等文
体活动，组织学生积极参赛，协同合作，尤
其是多参加需要集体配合的项目，增加院系
整体氛围，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。

2．展开集体主义教育，举办相关讲座
等。通过讲座、素质课、绘画展及摄影展等
形式，宣传教育集体主义精神，树立集体主
义观念，突出建立和谐校园。

（三）推行素质教育，指导、培养学生
增强自身能力，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秀综合性
人才。

1．培养学生自理、自立能力。大学集体
生活的基础点是学生寝室。大学生寝室文化
具有学习功能、教育功能和强化功能。[4]寝
室文化的建立对于学生的能力发展起着至关
重要的作用。一个整洁美观的学生寝室本身
就是一种精神，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，一种
乐观向上的动力。鼓励学生整理美化寝室，
在不改变大的房间格局的前提下，布置装饰
自己的寝室，并进行寝室文化优秀评比，寝
室之间互相学习、参观。既锻炼了学生的自
理、自立能力，又给自身创造了漂亮舒适的
学习和生活环境，一举两得，双向收益。

2．定期开展总结活动，引导学生稳步前
进。积极组织以寝室为单位的“每周一结”
活动，用轻松愉快的座谈方式，让学生在每
周 末 回 顾 总 结 自 己 一 周 来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情
况，鼓励整理记录形成周记。辅导员可以定
期抽查，个别旁听，建立学生的自查习惯，
使学生定期的总结回顾，以便不断的提高和
进步。

3．引进鼓励机制，增强学生的抗挫折能
力。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的模范带
头作用，对于遇到困惑问题的同学，及时发
现其变化状态，采取鼓励机制，引导其运用
自身的能力自己解决问题，增强自身抗挫折
能力，提高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
使其全面发展。

4．举办心理知识讲座，注重学生心理健
康。开展心理知识讲座，心理基础知识问题
等活动，在关注学生身体健康、学业能力的
同时，也同样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。同时辅
导员本身也应该加强心理学方面知识的学习
及应用，以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更好的解决学
生中出现的心理问题。

5．博闻强识、培养优秀综合人才。在指
导学生学好专业基础课的同时，鼓励学生多
读书，读好书。开展读书会等活动，利用课

余时间广泛获得多方面的知识，尤其是多读
些励志性、技术性、思想性的书籍。读书会
有 利 于 学 生 形 成 正 确 积 极 的 世 界 观 、 人 生
观、价值观，有利于学生涉猎本学科的广泛
的专业知识，有利于学生丰富自身的头脑及
修养，增强自身能力培养，成为全面发展的
优秀综合性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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